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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革命家 ，是教育家 ，怀如此奇
才，生而无愧；为革命死，为大众死，仗这
般大义，死又何妨！”这是 ８７ 年前中共安
徽省委书记王步文烈士英勇就义前高声

朗诵的自勉挽联。 如今在芜湖市中心镜
湖之畔的“步文亭”，这段话被铭刻在大
理石墙上， 依然生发着震撼心灵的信仰
光芒。

王步文，１８９８ 年出生于安徽省岳西
县。 １９１９ 年参加五四运动，先后任安庆
学生联合会委员、 安徽学生联合会副会
长。 １９２１ 年王步文与舒传贤、许继慎、彭
干臣等发起成立了安徽省最早的社会主

义青年团组织 ，１９２３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成为中共安徽省党组织最早的领导
者之一。 １９２４ 年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
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１９２５ 年 ６ 月， 王步文赴日留学，参
加组织中共东京特别支部 ，１９２７ 年 ２
月，王步文按党的要求回到上海，在中共
中央组织部工作， 同时任国民党上海特
别市党部组织部长、 上海总工会青年部
部长，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大革命失败后， 王步文任中共安徽
省委临时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领

导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积极传达和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
神。 １９２７ 年 １２ 月领导安庆地区一二八暴动。 １９２９ 年任中共中
央巡视员，深入皖中、皖西等地指导工作，布置武装起义，为随后
著名的皖西六（安）霍（山）武装暴动做了组织和思想准备。 当年 ９
月，王步文奉调到上海参加中央干部训练班，结业后留下主持训
练班的教务工作。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中央决定正式成立安徽省委，王步文任省委
书记兼宣传委员。 １９３１ 年 ４ 月 ６ 日，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
破坏，王步文在芜湖不幸被捕。

反动当局先是以高官厚禄引诱，继而指使叛徒劝降，遭到
王步文的坚决拒绝。 敌人又动用各种酷刑，将他的皮肉烧焦，筋
骨打断。 但王步文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
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 当穷凶极恶的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枪
杀他时，王步文从容不迫地为自己写出了自勉挽联。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年仅 ３３ 岁的王步文在安庆英勇就义。
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王步文。 新中国成立后，王步文烈士临

刑前的遗书被安徽省档案馆珍藏，他在岳西县的故居被修缮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 在芜湖烈士纪念馆，专
门为王步文设置了展区，每年都有很多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前来
参观。

今年上半年，安庆师范大学创作的话剧《王步文》入选全国
大学生艺术展演。 王步文的爱国精神和使命担当，在越来越多
的当代青年中弘扬。

“王步文同志是安徽党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的革命精神、高
尚品质令人敬仰与感动！ ”长期研究王步文的芜湖市委党史研
究室原副调研员丁瑜说，王步文的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
义，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启发。 （据新华网）

周逸群，１８９６ 年生，贵州铜仁县人，家境富裕，
父母早亡，在族叔周自炳的照料下，自幼用功学习，
１９１４ 年考入贵阳南明中学。 中学毕业后，他回到家
乡，在铜仁教育会任会计。 １９１９ 年春，周逸群东渡日
本，入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这期间，他读
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

刊，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１９２３ 年，周逸群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

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１９２４ 年 １０ 月进入
黄埔军校第 ２ 期学习， 积极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
传和组织工作，同年 １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６ 年，周逸群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
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 １９２７ 年 ８ 月参加南昌
起义，南下后任起义军第 ２０ 军 ３ 师师长，率部参加
瑞金、会昌等战斗。 他曾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８ 年，党中央决定派周逸群与贺龙前往湘鄂
边区，支援和壮大武装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湘鄂边活
动期间，周逸群带领部队开展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
国民党反动派及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鄂西特
委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扩大到 ２３ 个县，洪湖地区的万
山丛林之中，升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 ６ 军建立，孙德
清任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 ７ 月，率第 ６ 军与第 ４
军在公安县会师组成第 ２ 军团，任军团政治委员、中
共前委书记， 与贺龙领导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
西革命根据地。

正当周逸群、 贺龙率领红 ２ 军团稳步施行开辟鄂西北根据地的方针
时，“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做出武装夺取全国
中心城市的决定。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邓中夏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号令军团以夺取武汉为目标。周逸群坚决反对这一错误决定，请求党中央
重新考虑。 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周逸群也被撤销了鄂西特委书记一职。

在“左”倾主义者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期间，红 ２ 军团主力遭受重创，
党和红军的前途命悬一线。为保卫洪湖根据地，周逸群和特委采取紧急措
施，带领根据地军民，通过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收复了部分失掉的
洪湖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１ 年 ３ 月，夏曦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他继续执行“左”倾错误方
针，将湘鄂西特委改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自任书记，撤销了周逸群湘
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和联县政府主席等职务。 周逸群含泪离开自己一手创
建的洪湖苏区，到江南开辟新的洞庭湖革命根据地。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周逸群由洞庭湖返回江北汇报工作，在岳阳县贾家凉
亭不幸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时年 ３５ 岁。

周逸群曾经的革命战友杨秀山将军为其写下这样的诗句： 湘鄂挥戈
壮哉行，不忘火种传播人；风雨同舟共济世，后继勖勉忆深情。

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韩江华说，周逸群秉持着“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精神，始终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坚持实事求是，在革命的道路上
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付出生命，值得后人学习铭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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